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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 20日电 （记者

张佳欣）英国科学家首次创造了一个新

颖的实验平台，即“量子龙卷风”。它能

模拟超流体氦中的黑洞，使研究人员能

更详细地观察类似黑洞的行为以及与

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通过对超流体

氦表面微波动力学的观察，研究人员认

为，这些“量子龙卷风”模拟了旋转黑洞

附近的引力条件。这项研究 20 日发表

在《自然》杂志上。

为了构建量子模拟器，研究人员使

用了超流体氦。超流体氦的黏度极低，

只有水的五百分之一。由于它运动时

没有摩擦，这种形式的氦表现出不寻常

的量子效应，被称为量子流体。研究人

员把氦放入一个底部装有螺旋桨的罐

子里。随着螺旋桨的旋转，超流体氦形

成一种类似龙卷风的涡旋。

该团队构建了一个定制的低温系

统，能够在低于-271℃的温度下容纳

几升超流体氦。在该温度下，液氦获得

了不同寻常的量子性质。

论文主要作者、诺丁汉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帕特里克·斯万卡拉博士表

示，超流体氦包含被称为量子化涡旋

的微小物体，它们往往相互扩散。在

新装置中，成功地将数万个这样的量

子限制在一个类似于小龙卷风的紧凑

物体中，实现了量子流体领域中强度

破纪录的涡流。

研究人员发现了涡流和黑洞对周

围时空引力影响的相似之处。这一成

果为在弯曲时空的复杂领域内模拟有

限温度量子场理论开辟了新途径。

领导这项研究的西尔克·魏因富特

纳强调了该成果的重要性，他表示，通

过更复杂的实验，团队将这项研究的水

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最终可能使科

学家能预测量子场在天体物理黑洞周

围弯曲时空中的行为。

“量子龙卷风”吹开黑洞研究之门

今年 1 月，英国分子生物学家肖

尔托·戴维发表文章，指控美国哈佛

大学医学院附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

所 科 学 家 通 过 修 改 图 片 伪 造 数 据 。

随 后 该 研 究 所 正 式 宣 布 撤 回 6 篇 论

文 ，并 纠 正 了 另 外 31 篇 论 文 的 数

据。吹哨人戴维声称，这些造假论文

发 表 于 1999 年 至 2017 年 ，其 中 一 些

论文刊发于《细胞》和《科学》等顶级

科学期刊。戴维使用人工智能（AI）

图片分析软件和手动检测发现了论

文中的问题。

《自 然》网 站 在 近 日 的 报 道 中 指

出，上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对学术论

文中出现可疑图片的指控还有很多。

面对学术侦探和公众的审查，学术期

刊正在积极部署 AI 工具，以检测出可

疑图片。

可疑图片层出不穷

可 疑 图 片 包 括 在 多 个 图 中 使 用

同样的数据，图片部分或全部重复，

以及拼接图片等。有些可疑图片是

论文作者有意为之，误导读者；有些

是作者为了让图片变得更加美观而

作出些许改变。专家表示，不管基于

何种理由，可疑图片都损害了科学的

完整性和严谨性。

专门关注学术不端和期刊撤稿的

学术打假网站“撤稿观察”维护的数据

库列出了 51000 多份需要撤回、更正的

记录。

美国科学图片审查员伊丽莎白·比

克及其同事对此开展了量化分析。他

们研究了 1995 年至 2014 年间发表的

20000 多篇论文中的图片，结果发现近

4%的论文包含可疑图片。这项研究还

显示，从 2003 年开始，论文中图片重复

出现的现象有上升趋势，可能是因为数

字摄影技术使修改图片变得更容易。

比克指出，与几十年前相比，现在

发表的论文数量与日俱增，论文中出

现图片的数量也水涨船高，可疑图片

也会有增无减。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

出版伦理团队成员蕾妮·霍赫则认为，

可疑图片问题的高报告率也可能源于

“全球对诚信问题的认识提高，举报行

为增多”。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正在开展

后续调查，该机构研究诚信官员巴勒

特·罗林斯表示，尽快纠正错误至关重

要，这是具有强大研究诚信的机构的常

见做法。不过，她也补充道，论文中出

现图片重复或不一致并不能证明作者

有意欺骗。

AI或充当“火眼金睛”

为减少可疑图片发表，包括《细胞

科学》《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公共

科学图书馆·综合》在内的一些期刊，要

求作者除了提交裁剪或处理后的图片

外，还要提交原始图片。

许多出版机构计划将 ImageTwin、

ImaCheck 和 Proofig 等 AI 工具，纳入出

版 前 检 查 中 。《科 学》杂 志 宣 布 使 用

Proofig 筛选所有投稿。该杂志主编霍

顿·索普表示，Proofig发现了一些问题，

编辑因此否决了某些论文的发表，通常

作者也对论文中的错误被识别出来表

示感谢。

《自然》报道称，即使图片已经被旋

转、拉伸、裁剪，或改变了颜色，这些 AI

系统都可以快速检测出同一篇论文中

的重复图片。当然，不同系统各有不同

优势。

比克解释称，Proofig可以发现哪些

图片是通过剪切或缝合拼接而来；Im-

ageTwin 则使用户能将某篇论文中的

图片与其他论文的大型数据集进行交

叉检查。而一些出版商也在开发自己

的 AI图片分析软件。

研究表明，AI 工具标记的许多错

误也有点“无辜”。Proofig 对 2021 年和

2022 年初提交给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9

家期刊的 1300 多篇论文开展了分析，

发现 15%的论文可能存在图片重复问

题。论文作者的回复表明，207 次图片

重复中，28%是作者有意为之，例如使

用同一张图片说明多个论点；而另外

63%是无意的错误。

协同作战不可或缺

这些科技期刊用户报告称，AI 系

统肯定能更快、更容易发现某些类型

的 图 片 问 题 。 但 比 克 认 为 ，这 些 AI

系统不太擅长发现更复杂的操作，比

如 AI 生 成 的 虚 假 图 片 。 英 国 生 物

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类期刊《恩博

报告》主编伯恩德·普尔弗也认为，这

些 AI 工具有助于检测出低级别的诚

信违规行为，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可

能会急剧增加，目前的方法或许很快

会过时。

《自然》指出，要想检测出可疑图

片，在专家团队的专业素养、技术工具，

以及提高警惕性等方面要协同发挥作

用。普尔弗表示，随着图片处理变得越

来越复杂，查找可疑图片将变得越来越

困难。

那么，从长远来看，如何最好地解

决图片滥用问题呢？

比克表示，科学家需要更多地关

注严谨性和数据的可重复性，对学术

不端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要保持敬

畏之心。

借 AI“慧眼”鉴别可疑论文图片

学术期刊工作人员正在核查分析蛋白质和DNA的可疑图片。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19 日报

道，美国华盛顿大学科学家首次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AI）工具，帮助他们

制造全新抗体。研究团队表示，AI 设

计抗体或能更好靶向一些很难被攻击

的药物标靶，但这些抗体距离临床应

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研 究 团 队 使 用 了 他 们 去 年 发 布

的 AI 工 具 RFdiffusion。 该 工 具 使 研

究人员能设计出可与另一种挑选出

来 的 蛋 白 质 紧 密 结 合 的 迷 你 蛋 白

质。这些定制蛋白质与抗体没有相

似之处。抗体通过软环识别目标，而

软环很难用 AI 建模。

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人员利用在

数千个实验中确定的附着在标靶的抗

体结构，以及其他抗体样相互作用的真

实数据，训练 RFdiffusion 神经网络，并

对其进行了微调。

用这种方法，他们设计出了数千种

抗体。它们能识别几种细菌和病毒蛋

白质（包括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用来入

侵细胞的蛋白质），以及一个癌症药物

标靶的特定区域。

研究人员也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了

抗体，并测试了其能否与正确的标靶

结合。结果显示，每 100 种 AI 设计的

抗体，就有一种如预期那样起作用，但

这一成功率低于使用 AI 设计的其他

类型蛋白质。他们还使用冷冻电子显

微镜技术，确定了其中一种流感抗体

结构，发现它识别出了目标蛋白质的

预期部分。

研 究 团 队 希 望 RFdiffusion 能 帮

助寻找已被证明具有挑战性的药物

靶 点 ，如 控 制 细 胞 对 外 部 化 学 物 质

反 应 的 膜 蛋 白 ——G 蛋 白 偶 联 受

体。但团队表示，从 RFdiffusion 设计

抗 体 到 实 际 应 用 还 要 经 历 很 长 时

间 。 一 方 面 ，起 作 用 抗 体 与 靶 点 结

合 力 并 不 是 特 别 强 。 另 一 方 面 ，还

需要将治疗抗体的序列修饰为与人

类 天 然 抗 体 类 似 的 序 列 ，以 免 引 发

免疫反应。

科学家用人工智能设计全新抗体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院科

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证明，利用最

新 CRISPR-Cas 基因编辑技术，能消

除实验室中受感染细胞内所有艾滋病

病毒（HIV）的痕迹，为治愈艾滋病带

来新希望。相关研究论文将提交于 4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

洲临床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大会。

治 疗 HIV 面 临 的 一 个 重 大 挑 战

是 ，病 毒 能 将 其 基 因 组 整 合 到 宿 主

DNA 内 ，这 使 其 极 难 消 除 。 CRIS-

PR-Cas 基因编辑工具为靶向 HIV 的

DNA 提供了一种新手段。

研究人员表示，HIV 可感染体内

不同类型的细胞和组织。他们的目

标 是 开 发 出 一 种 强 大 而 安 全 的

CRISPR-Cas 组 合 方 案 ，可 在 不 同 细

胞环境灭活不同 HIV 毒株，有望提供

一 种 能 有 效 对 付 多 种 HIV 变 体 的 广

谱疗法。

团 队 使 用 CRISPR-Cas 和 两 种

gRNA，来 对 付“ 保 守 ”的 HIV 序 列 。

这意味着他们旨在攻击在所有已知

HIV 毒株基因组内保持不变的部分，

并治愈了 HIV 感染的 T 细胞。他们进

一 步 评 估 了 来 自 不 同 细 菌 的 各 种

CRISPR-Cas 系 统 ，以 确 定 其 治 疗 感

染 HIV 的 CD4 T 细胞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结果显示，SaCas9 系统表现出

优异的抗病毒性能，能用单一 gRNA

完全灭活 HIV，并用两种 gRNA 切除

病毒 DNA。

研究团队强调，最新研究只是概

念验证，不会立刻用于治愈 HIV。他

们计划进一步优化靶向大多数 HIV 宿

主细胞的递送途径，并将结合 CRIS-

PR 疗法和受体靶向试剂，开展临床前

试验。

CRISPR能消除培养细胞中艾滋病病毒

抗体（粉红色）与流感病毒蛋白（黄
色）结合的艺术图。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利用 CRISPR技术消除培养细胞中
艾滋病病毒。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自然》20 日消息称，天

文学家对 91 对恒星所作的光谱分析

显示，大约每 12 个恒星中就有一个可

能吞噬了一个行星。

在吞噬一个行星后，恒星的化学

构成可能发生改变，这个过程被称为

“行星吸收”。通过比较共出生恒星

（同时诞生的两个恒星）的元素组成，

有可能在恒星中检测到这些行星的迹

象，因为这些恒星有来自起源分子云

核的共同组成。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此

次用盖亚空间望远镜鉴别了 91 对接

近的（即小于 106 个天文单位距离的）

共出生恒星。这些共出生恒星的光谱

数据覆盖了 21 种元素。相关数据还

得到甚大望远镜、麦哲伦望远镜和凯

克天文台的协助。

通过比较后，研究团队发现有 8%

的恒星对中有一颗恒星有行星吸收迹

象。研究还确认，这一观察证据与行

星吸收模型一致。

团 队 成 员 认 为 ，这 种 行 星 吸 收

现 象 可 能 在 恒 星 系 统 的 生 命 周 期

内 都 会 发 生 。 因 恒 星 中 含 有 较 高

浓 度 的 元 素 ，外 来 干 扰（如 流 浪 冰

行星或恒星飞掠）可能会打破系统

平衡。另外，行星吸收现象可能在

恒星系统形成的最初 1 亿年间很普

遍，但这种早期发生的证据可能不

会被发现。

每12个恒星或有一个吞过行星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布朗大学研究团队在

最新一期《自然·电子学》上描述了一

种无线通信网络。它可有效地传输、

接收和解码来自数千个微电子芯片的

数据。

研究团队试图模仿大脑神秘且

高效的工作方式。对传感器网络的

新设计，使得芯片可植入体内或集成

到可穿戴设备中。每个亚毫米大小

的硅传感器都可模仿大脑中神经元

通过电活动尖峰进行通信。传感器

将特定事件检测为尖峰，然后使用无

线电波实时无线传输该数据，从而节

省能源和带宽。

团队在计算机上设计和模拟了复

杂的电子设备，并通过多次制造迭代

来创建传感器。该研究引入了一种称

为“神经颗粒”的新型神经接口系统。

该系统使用微型无线传感器的协调网

络来记录和刺激大脑活动。

研究人员展示了该系统的效率及

其扩展性。他们在实验室中使用78个

传感器测试了该系统，发现即使传感器

在不同时间传输，也能以很少的错误收

集和发送数据。他们还展示了使用大

约8000个假设植入的传感器解码从灵

长类动物大脑中收集的数据。

研究人员表示，医学界对微型设

备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些设备既要高

效、不引人注目，又要能作为大型整体

的一部分来运行，以绘制整个感兴趣

区域的生理活动图。而今这项研究标

志着大规模无线传感器技术向前迈出

了重要一步，为下一代可植入和可穿

戴生物医学传感器奠定了基础。

大脑是人们迄今所知的最有效率

的“机器”。它能以一种非常“稀疏”的

方式工作。神经元不会一直放电，它们

压缩数据并稀疏地触发，效率高的惊

人。研究人员此次就在新开发的无线

通信方法中模仿了这种工作方式。传

感器不会一直发送数据，它们只是根据

需要以短电脉冲的形式发送相关数据，

并且它们能够独立于其他传感器发送

数据，而无需与中央接收器协调。该方

法将节省大量能源，并避免中央接收器

中充斥着意义不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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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张佳欣）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

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

比达到85%。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

FR）是 NSCLC 最常见的驱动突变基

因。现在，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首次证

明，EGFR的一个关键界面可能会成为

更有效的治疗靶点。相关论文19日发

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EGFR 是一种位于细胞表面的蛋

白质。在某些癌症中，基因突变 EG-

FR 刺激正常细胞无休止生长，导致肿

瘤。多种癌症治疗方法可以阻止和抑

制突变 EGFR，但 EGFR 仍可能发生

二次突变且产生耐药性，这阻碍了研

究人员开发靶向疗法的努力。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获得了一

种已知与肺癌有关的耐药 EGFR 突变

的超分辨率图像。其利用荧光分子光

漂 白 定 位 成 像（FLIMP）技 术 实 现 。

FLIMP 首次以小至 2 纳米的精度显示

了耐药 EGFR 突变中的分子如何相互

作用。

瑞士日内瓦大学团队使用计算机

模拟，与 FLIMP 分析相结合，提供了

突变 EGFR 复合体的原子细节。由

此，研究小组能够比较突变 EGFR 和

健康 EGFR 的结构细节，以确定对肿

瘤生长至关重要的耐药突变中相互作

用的分子之间的界面。

研究小组在培养肺细胞和小鼠体

内引入了耐药 EGFR 的额外突变，从

而 干 扰 了 新 发 现 的 界 面 。 额 外 的

EGFR 突变被证明可以阻止癌症生

长 ，小 鼠 没 有 形 成 肿 瘤 ，表 明 这 种

EGFR 突变促进癌症形成的能力依赖

于这些界面。

研究人员希望，这些界面可以作

为新癌症疗法的潜在靶点，以克服

EGFR突变获得的耐药性。

肺 癌 蛋 白 质 致 命 弱 点 发 现

无线通信网络能处理数千微芯片
数据。 图片来源：布朗大学官网


